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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和“指定用书”以及相关配套辅导资料，已于5月中旬从北

京开始向全国陆续发行，广大考生朋友们终于见到了期盼已

久的“指挥棒”。 虽说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非典型肺炎的

特殊情况，司法部决定暂缓公布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时间，

但这只是适当推迟，种种迹象表明，公布考试时间已经为期

不远。当务之急，考生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吃透考试大纲

，提纲挈领，并结合“指定用书”等参考资料，一步一个脚

印，扎扎实实地搞好备考复习工作。 大纲确定考试的广度，

而指定用书确定考试的难度。总体而言，新大纲所列各考试

科目以法律本科毕业生应掌握的知识为基点，并对应试人员

复习掌握有关科目提出了要求。同2002年考试大纲相比，今

年的新大纲呈现出三大“亮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新

大纲增加了考试目标、试卷结构以及考试要求等方面的说明

。其中，试卷结构中的考试科目所占分值比例，这一权威项

目的指导意义最大，考生可以根据考查内容的分值比重来决

定投入复习的时间和精力，复习起来更具有针对性，从而避

免盲目性。大纲所列的考试科目所占分值比例，有别于各类

辅导资料中通过分析与预测得出的参差不齐的数据，杂牌数

据有时让考生无所适从。另外，新大纲在试卷四中明确规定

考查内容只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共5个科目，这一信息告诉我们经济法和

国际经济法等科目不会出现主观题型，也就是说其他9门科目



只能出选择题。考生在训练做题的时候要把握好题型。 二是

，考试科目上有了新的变化。为了与教育部确定的法学教

育14门核心课的规定相接轨，在保留首次国家司法考试规定

的13门法学核心课程外，适当增加了中外法制史的有关内容

，约占10分。 三是，在每一个考试科目中新增加了知识点考

查的“基本要求”。考生可以据此区分与把握各类知识点的

考查程度，复习时做到有的放矢。鉴于第二次参加考试的考

生的数量一般要超过新考生，下面按照新大纲确定的考试科

目，并以2002年大纲为参照，分别予以分析介绍，以期帮助

广大考生们明确复习方向，提高复习效率。 2?狈?理学 本门科

目变动较大，新增内容较多，共计25个考点，删除4个考点。

在章节编排上做了合并、分设等方面的调整，文字表述上也

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新增内容显然是考生应当掌握的重点。 

第一章增加了4个知识考查点（“法的价值”一节内容）；第

二章增加了6个考点，分散在各节之中（立法原则，当代中国

的司法体制，国家法律监督体系，社会法律监督体系，法律

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职业、法律思维相互之间的关系，法

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法律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章增

加了7个考点，“法的现代化”一节内容（计2个考点），其

他5个考点分散在各节之中（关于法的历史阶段的其他划分方

式、法的传统的含义、中国法的传统的特点、法律文化、法

治国家）；第四章增加了8个考点，分布在“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法与宗教”、“法与人权”四节中。 3?狈

ㄖ剖? 本科目全部为新增加的内容，共计41个考点（中国法制

史26个，外国法制史15个），在14门考试科目中，考点几乎

是最少的，只比法律职业道德多些，可谓是考点密集型科目



，考点的识记性较强，考生只要加强记忆，得分率应该说会

很高。外国法制史中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与法理

学的相关考点（如“法系”）和宪法的相关考点（如“近代

意义宪法的产生”）等有一定的联系，可结合掌握。无古不

成今，法制史重返司考舞台，也是理所当然。中外法制史的

内容曾经连续三年出现在律考试题中，1988年占24分（中国

法制史13分，外国法制史11分）；1990年占6分（中国法制史

）；1990年占16分（中国法制史11分，外国法制史5分）。在

这些数量不多的试题中，虽然有的题型过时了，但考点可能

还会重现在司法考试中。考生参考一下这些试题很有必要，

从中可以体会到考查重点所在。 4?毕芊? 本科目除增加了一节

内容（4个考点）外，几乎未做任何变化。第五章增加的“人

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这节内容，基本上是对《人民法院组

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

》的系统归纳解释，并涉及《宪法》、《立法法》、《律师

法》和三大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由于法官和检察官的社会

地位、职位有对等性，许多情况下关于二者的规定有着共同

性，因此可以对照复习，节省时间。但也应注意二者容易混

淆的部分，以及它们和《律师法》相关规定的区别。整个宪

法科目的法条依托性要强于理论，主要工夫可下在法条上，

掌握起来应该说是很容易的。国家机构部分的内容是本科目

的考查重点。 5?本?济法 经济法在试卷一的8门科目中分值所

占比例最大，约为20％，但变化不大，只增加了6个考点，分

布在第八章中（环境和环境问题、环境规划制度、清洁生产

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刑事责任）

，删除了4个考点。本科目法条依托性最强，约容纳20多部法



律，可谓是众法林立，但法条多为技术性、政策性规范，基

本上没什么理论性可言，熟记即可。本科目重点内容不明显

，所含法条分值分布较为均匀，一部法条一般占23分，有的

法条考查的机率微乎其微，可以放弃。 6?惫?际法 国际法大纲

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增加了一章（第九章“战争与武装冲突

法”）和一节（“国际环境保护法”）的内容，共计11个考

点，这些内容在以前的律考中都曾经考过。考生可以参考一

下相关试题。此外，没有删除内容，也几乎没有什么修改内

容。本科目内容在法律实务中的应用价值不大，政治性较强

，在试卷一中约占卷面分值的810％，所占比例最小。相关法

条有5部，即《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国籍法》、《引渡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本科

目记忆量虽大，但知识体系鲜明，容易理解，比较好掌握。

7?惫?际私法 国际私法大纲主要是增加了12个考点（国际私法

与国际私法学、在国际私法范围上的不同主张、准据法的选

择方法、外国法的查明，第七章“区际法律问题”）。本部

分考点，基本上是国内法的涉外部分以及我国缔结或加入的

有关国际条约内容，如《民法通则》及其“意见”、《民事

诉讼法》及其“意见”、《海商法》、《票据法》、《航空

法》、《继承法》、《收养法》、《仲裁法》等法条的涉外

条款，考点集中，得分较易。本科目以冲突规范和准据法的

内容为重中之重。 8?惫?际经济法 今年的国际经济法大纲变化

较大，考点的增加、合并和修改部分都较多。第一章删除了1

个考点，考查范围有所缩减；第二章由去年的7节内容变为3

节内容，删除了6个考点，考查范围大大压缩；第三章、第四

章和第七章的内容基本未做修改；第五章和第六章为去年的



一章分立而成，增加了11个考点（外汇管理制度、进出境检

验检疫制度、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世界贸

易组织法律制度与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法律制度的区别与联

系、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程序、

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农产品和纺织贸易制度），考查范

围大增；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成为考查

热点实属必然。这也说明司法考试体现时代性。国际经济法

是第一张试卷的重头戏，内容多而杂，占分比例仅次于经济

法，且贸易术语和国际公约较多，容易混淆的内容也很多，

考生应以指定用书为主，下大力气复习。本科目以国际货物

买卖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为重点。 9?狈?律职业道德 法律职业

道德考点最少，只有19个，却占了10分，是所有考试科目中

考点最密集的一门，也是最容易得分的科目，考生只要熟读

区区34页指定用书，并结合《法官法》、《检察官法》、《

律师法》的相关内容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检察

官职业道德规范》、《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律师职

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等法条，拿个满分也不在话下。本

部分较去年的大纲内容有所删减，文字措词表述上有一些变

化，考生应留意。 10?毙谭? 刑法大纲变化较大，总论部分增

加了6个考点（排除犯罪的事由的分类、故意犯罪形态与犯罪

构成的关系、区分罪数的意义、刑罚执行的原则、刑罚消灭

的事由、我国特赦制度的特点），分论部分变化最大，足足

删除了119个考点，也就是119个罪名，这样一来就大大缩小

了考查范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考生的负担。考生复习时应

当把大纲范围以外的法条逐一剔除，可以说司法考试中心编

的“必读法律法规”中，有很多具体条款不必读。同时，分



论部分也新增加了4个考点（资助恐怖活动罪，非法制造、买

卖、运输、贮存危险物品罪，雇用童工罪，执行判决、裁定

失职罪），它们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三、四），4个罪名

做了修改（投放危险物质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分论各考点项下的细化内容也大大缩

减，带“罪名认定”的考点往往是重点考查内容。 11?毙淌滤

咚戏? 刑事诉讼法大纲的主要变化是，增加了24个考点，删除

了10个考点，对少量考点加以分立、细化或改写。新增的考

点有：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大案件，辩护词的基本格式与

写法，代理词的基本格式与写法，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附

带民事起诉状的格式与内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书格

式，自诉状的内容和格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

案件”的特别规定，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法庭审判笔

录，第一审程序的期限，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简

易程序的决定适用和审判程序，裁定书的格式与内容，上诉

状、抗诉书的制作与内容，第二审程序的审理期限，二审主

要的裁判文书格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以及第一章

第二、三节，第十四章第二节。 增加的考点中，与法律文书

有关的就占了8个，此外还把原大纲就有的“法庭辩论”这一

考点细化列出“公诉词与辩护词的制作”，足见大纲对法律

文书内容的重视，考生也不应例外。本科目体系明朗，内容

易于理解，考法条的比重大，理论性的题目只占一小部分，

容易得分。 12?毙姓?法与行政诉讼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大

纲历年来的变动都很大，今年也同样如此。本科目大纲在所

有14门考试科目中修改幅度最大，章节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是脱胎换骨，另起炉灶。个中原因

，一来可能是由于今年“指定用书”撰稿人全班轮换，二是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体系和内容还不够

稳定，每位学者的编写思路有很大不同。不管怎样，考生都

要面对。在新大纲中，增加的内容有20多个考点。重点是，

行政程序，涉外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费用，WTO规则的适用

问题以及集团诉讼等内容。删除的内容有20多个考点，而扩

展的内容最多，重点是，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

政强制执行，行政诉讼证据和行政赔偿等。要注意的两点是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行政诉讼证据

规则的内容会在今年的考卷上有出色的表现。 13?泵穹? 民法

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居于塔基的地位，是所有考试科目中分值

比例最高的一门，约在三、四试卷中共占70分，可以说“精

民法者得天下，通刑法者称诸侯”（刑法为第二大法，

占6065分）。民法科目的新大纲有一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增加了26个考点，删除了21个考点，个别考点有合并、分立

和细化。其中变化最大的部分是知识产权，增加了一节内容

（知识产权的保护），将驰名商标由原大纲的一个考点扩展

为一节内容（3个考点），有的考点表述更加合理和明晰。其

他新增考点主要有：民法的调整对象，住所地的设定与变更

，户籍与身份证，法人人格否认，联营规避行为的效力，代

理的法律要件，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期限的效力，期限的

性质及类型，期间的始期与终期，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

延履行，瑕疵履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主合同与从合同

，当事人一方违约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续展权，标示权，可

撤销婚姻，探望权，离婚诉讼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及



其行使条件等。14?鄙谭? 商法大纲的体系变化不大，内容有

较大的变动，增加了一章的内容（第五章“企业破产法”

，31个考点，除首届司法考试未考外，律考曾多次考查过）

，对许多考点加以细化和扩充，主要体现在是合伙企业法、

票据法、保险法和公司法的内容上。商法的重点是公司法与

合伙企业法，考主观题的机率最大。本科目和经济法较相似

，多技术性规范，对记忆要求很高。海商法内容非常多，但

考分却不高，一般在2分左右，因此考生如时间不充足，在战

略上可以考虑放弃。15?泵袷滤咚戏? 民事诉讼法大纲变化不

大，增加了10个考点，个别考点有合并与细化的变动。仲裁

制度没有变化。新增的考点主要有：反诉与反驳的区别，当

事人变更，共同诉讼人的概念，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法

定诉讼代理人的取得，委托诉讼代理权的消灭，举证时限的

概念，司法解释读举证时限的规定，举证时限的适用，证据

交换的概念，证据交换的期间和时间，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

据，事实清楚原则，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意义，宣

告失踪判决的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撤销。从中可以看出，

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仍然是今年司法考试的热点。本科目在

三大诉讼法中处于基础地位，理论性强，但法条是占分大户

，考生应加强记忆，注意容易混淆考点的区别。 最后，提醒

考生们，研读大纲时，最好结合新的“指定用书”和“必读

法律法规汇编”，如果仍沿用2001年版的7本旧教材，有些删

除的内容对考生是不小的干扰，并且有道是“铁打的教材，

流水的编者”，每年的形势都有变化，在选购辅导书上不必

吝啬，尤其是新手上路。版权声明：作者授权中国律师网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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